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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路三千里，走了172年

258年前进重庆，红苕的脚步咋那么难？
□铁笛

一
红薯进黔江，在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。红薯自海外

传入中国，再由福州传入黔江，陆路三千里，走了178年。
红薯俗名红苕，又名番薯、甘薯、金薯、朱薯、白薯、甘

储、紫蓣、地瓜、山芋等。闽粤客家之地称番薯，东北称地
瓜，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贵州、陕西称红苕，上海、天津称山
芋，河南、山东称红薯，北京称白薯……

公元1492年，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，原
产于中南美洲墨西哥、哥伦比亚等地的红薯遂从美洲传到
了世界各地。传入中国的途径据说有三条：一说明朝万历
十年（1582年）由广东商人陈益从安南(今越南)引入东莞；
一说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由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（今
菲律宾）引入福州；一说万历年间由广东吴川林怀兰医生
从交趾(今越南)引入电白县。当下，学界持1593年传入中
国的论述居多。（宣统《东莞县志》、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、商
务印书馆《辞源》）

二
把红薯从东南沿海引入重庆黔江的人，叫翁若梅。他

是福建闽县（今福建福州）人，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进
士，次年九月署任（暂时代理）黔江知县，清乾隆三十五年
得以正式任命。

翁若梅当上“一把手”后，就碰到黔江大饥荒。他多次
请求上司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无奈库存不多，解决不了
什么问题。随后又捐出个人积蓄，派人到重庆府、夔州府
等地购粮赈灾。虽然灾情有所缓解，但毕竟食少人多，饥
荒依旧蔓延，灾情难以控制。

“言念斯民有痛，自引咎而已。”翁若梅一想到灾民们
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就深深自责，寝食难安，忧心饥荒如
果得不到控制，饿殍枕藉的惨状会随时上演，自己也将成
为黔江历史上的罪人。（乾隆《酉阳州志·黔江县志》）

纵观华夏数千年历史，其文明固然灿烂，其人民亦多
灾多难。战争和灾害极易引发饥荒，我国有史可查的大饥
荒就有六七十次之多，小饥荒更是数不胜数。特别是新旧
政权交替之际，往往是灾难最为深重的岁月，饥荒肆虐，人
口锐减，成为噩梦般的历史轮回。

民以食为天。饥荒岁月，谁能提供食物，谁就得民
心。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因此，历朝历代统治者，都会重视
土地和粮食问题。

三
有清一代，水旱蝗灾频发，即使在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，

“人食树皮”“立人市鬻子女”“父子相食”“人相食”等文字
屡见诸史籍。（赵尔巽《清史稿·灾异志》）

乾隆三十五年，清高宗爱新觉罗·弘历为庆祝自己六十
寿辰，下旨再免全国地丁钱粮一次，折合白银2794万两。
由孝贤纯皇后之弟富察·傅恒率领的征缅大军打了败仗，撤
兵回国，傅恒忧愧而死。贵州巡抚富察·良卿欺上瞒下，违
法婪赃，造成帑银大量流失，府库巨额亏空，被问罪处斩，其
子富多、富永被发配到伊犁赏给厄鲁特（漠西蒙古）为奴。
这一年，全国并无大灾大疫记载，可黔江还是发生了大饥
荒。荒年饥岁，哀鸿遍野，催生了红薯进黔江。

四
乾隆三十五年九月，翁若梅收到福建故友陈世元寄来

的一本《金薯传习录》。该书记载了陈世元六世祖陈振龙
将红薯由菲律宾引入中国的曲折经历，并详细讲解了红薯
的生长特性及种植方法。翁若梅读后，大受启发，如获至
宝，发出若推广种植红薯，黔江民众何至于刨蕨、采蒿、捕
鼠甚至挖观音泥为食的感叹。遂召集各里乡长老，责令全
县种植红薯，第二年，便喜获丰收，让多数人摆脱了饥荒，
还一改传承了数千年的稻粟、荞麦、高粱、豆菽为主的膳食
结构，有益于人口增长。

红薯地不择贫沃，易栽种，产量高，生熟皆可食，能充
半年米谷，还有滋阴润肺、通便养胃等药效。黔江从此普
遍栽种，虽晚于重庆江津（1765年引种），亦属渝东南乃至
武陵山区最早引种红薯的地方。后又向周边武隆、酉阳、
彭水，湖北咸丰等地推广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红薯传
入武隆，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传入酉阳、彭水。石柱、秀山原
属土司辖地，汉化较迟，尚未阅见引种记录，估计与酉阳、
彭水同期或稍后。

五
翁若梅除引种红薯，造福民众外，还“修举废坠，扬表

幽潜。案牍余闲，亲课文艺。待士子，宛如师生。”他多方
筹资，带头捐款，修缮城墙、学校、三台书院、柳敏祠以及名
宦、乡贤、节孝等祠庙，又修建黔江河堤，治理水患，政绩比
前代官员都要多。黔江民众曾树碑多处，记述其勋绩，县
志中亦有大量记载。三台书院至今仍藏身于黔城大小什
字街之间的高楼背后。（光绪《黔江县志》）

常言道：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古往今
来，真正能丢掉“千里做官只为财”的念头，真正做到“为官
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官员有多少呢？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载曰：

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
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

一只红薯，让黔江民众永远铭记翁若梅。其《金薯传
习录颂》云：

天粒蒸民，爰降菽粟。亦有嘉种，产自殊俗。其味维
饧，其色维玉。入我闽土，既丰且足。

殊俗伊何，自国吕宋。维金抚军，始教栽种。聿赞厥
成，陈生与共。殖我田畴，舆人作诵。

万历甲午，入我邦土。亦越于今，爰及齐鲁。齐鲁孔
硕，爰及畿辅。时维捷先，克绳祖武。

靡种弗生，无硗无沃。靡生弗实，宜雨宜旭。自南徂
西，施于巴蜀。我树其苗，黔阳之曲。

（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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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江乡村 重庆日报供图

红薯

红薯在我国及我市出现多少年？是怎么引入的？
民国版《江津县志》载，“是时番域之苕，川中无种，公遣
人市诸蕃舶，导民种法，由津延及外省，利赖至今。”这
是西南各地关于红薯的最早记载。

乾隆三十年(1765年)，江津3年大旱，水稻、小麦几
乎颗粒无收，饥荒四起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当时来自广东
的江津县令曾受一提出引栽良种作物，修水利等治县
方略。为解决民众饥荒，曾受一想到了家乡的舶来物
——红薯。

红薯刚引入我国时，因亩产高、香软微甜，大受欢
迎。一些吃惯细粮的富家子弟图新鲜，纷纷追捧舶来
的红薯，曾导致红薯身价一路走高，种植面积扩大。但
身处内陆的巴蜀，当时还不见红薯身影，江津引种能成
功吗？

曾受一派人从广东老家引进红薯，先与妻子一起
躬田栽种，身先士卒，积极推广栽种良方。引种头年，
红薯大获丰收。清朝光绪版《江津乡土志》记载，“红薯
性同粳米，最能养人，过荒年民无菜色”。江津基本解
决饥荒，百姓欣喜若狂。川内各地纷纷效仿引种，红薯
很快成为西南各省主粮。

258年前红薯最早传入重庆江津
帮大家基本解决饥荒

我国现有50多种外来农作物，绝大部分重庆都有

●玉米亦称玉蜀黍、包谷、苞米、棒子，全世界总产
量最高的粮食作物，原产于南美洲。玉米最早传到我
国的是广西，时间是1531年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
玉米传入重庆。

●马铃薯亦称洋芋、土豆、山药蛋等，原产南美洲
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，1650 年左右传入中
国。《奉节县志》记载，清初即种植洋芋。

●花生原产美洲，我国最早记载见于元末明初贾
铭的《饮食须知》。18世纪以后，花生传入巴蜀地区。

●向日葵亦称西番菊、迎阳花、葵花等，原产北
美。在中国种植最早见于1621年(明)王象晋所著《群
芳谱》。1688年(清)陈淏子《花镜》始称向日葵。清初
传入巴蜀大地。

●辣椒别名番椒、海椒、秦椒、地胡椒、辣茄，原产
中南美热带地区，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：经由古丝绸之
路传入甘肃、陕西等地；经海路引入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等
地。(明)高濂《遵生八笺》(1591)最早见辣椒记载。辣
椒一名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九年(1764)《柳州府志》。四
川人在辣椒传入前，多吃花椒。

●南瓜别名番瓜、饭瓜、倭瓜、回回瓜、金瓜等，原
产中、南美洲。元末明初，已见于贾铭的《饮食须知》。

●番茄亦称番柿、六月柿、西红柿、洋柿子等。原
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带。我国最早记载见于(明)王象
晋的《群芳谱》。上世纪初才大量作为食物，以前为观
赏植物。

●烟草原产中南美洲，已有1500多年使用历史。
我国最早记录烟草的文献是(明)张介宾的《景岳全
书》。抗战时期传入重庆种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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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来农作物“群芳谱”

曾公祠

时下正是吃红薯的季节，寒冷的冬天，烤红薯、焖红薯、蒸红薯、炸红薯
……无不是美味。然而，你知道红薯是什么时候来到重庆的？它又是谁带来
的呢？有文字记载，红苕最早进入重庆是在江津，距今已有258年了。5年
后，黔江也引进了红薯。今天，我们来看看红薯迁徒黔江的历史——


